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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選經驗分享專文：國中輔導教師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4級 

新北市中平國民中學  邱欣怡 

壹、前言 

一、適合自己的方法才是好的方法 

大部分的人剛開始準備時很容易沒有方向、感到迷惘，會聽到很多人的建議、

去 ptt找前人的經驗分享文，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在詢問和找資料的時候也都會

感到特別安心。但看完這麼多建議和經驗分享後，請記得不是上榜者的方法就是

好方法，只有適合自己的方法才是好方法，怎麼確認適不適合自己，就需要靠平

常你對自己的認識和多去嘗試! 

二、考試只是一種達成目標的途徑，千萬記得你的初心 

我在準備教師檢定和教師甄試時總是感到很茫然，我一直問自己：這些要考

試的項目對我的教學真的有幫助嗎？這些分數真的可以代表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這樣的狀態很危險，例如我在練習教甄口試和備審時，搖擺於做自己和評審的喜

好之間，使得表現得很尷尬而不自然，反而沒有辦法拿出自己最真實的樣子，最

後幸好有學長姐和讀書會夥伴的提醒，我才慢慢在這兩者間找到平衡：考試只是

一種達成目標途徑，不能代表我這個人本身，也不能代表我會是怎樣的老師，而

只要記得自己的初心，評審其實都能感覺的到!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條路上迷惘和掙扎都是常態，不要一直想別人要什麼，而

是先去找到自己是誰。 

貳、實習 

心輔系與其他系所的實習時長較不相同，以下分為心輔系獨有的大四兼職實

習一年、與每個系所都有的大五實習分別做說明： 

一、大四實習──多看、多聽、多學 

剛開始踏入學校實務現場，會發現這與在學校學習的、教授所教的、你自己

想像中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這是不管你在哪間學校實習，都一定會遇到的

情況。 

面對這樣的狀況，大四實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融合所學及實務現場，兼職

實習生通常被允許有比較多的觀摩機會，也比大五實習的工作量少，因此盡量多

看多聽多學，把握每個時機去問老師們（尤其是除了指導老師以外的其他老師）

可不可以看課，每個老師的教學風格、班級經營方式、課程重點都會不同，多看

不同老師的課可以幫助你快速瞭解到這些不同的教學方式，評估是否適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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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建立適合自己的教學風格，並且將在教程學到的理論和實務現場的工作融會

貫通，這就是大四實習的最重要的功課：為大五實習做好準備、為教學風格打好

基礎，像個海綿一樣的盡情吸收吧。 

二、大五實習──把握每一個實作的機會 

（一）實習前的準備 

1.大五實習學校的選擇──考慮好你需要的是什麼？ 

大五實習半年之後就是教師檢定和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就是考你讀了多少書、

教師甄試則是考驗你對教學、行政等等的熟悉度與成就，因此在選擇實習學校的

時候，要先問問自己幾個問題： 

（1）我的讀書需求是要在這半年慢慢讀？還是考前一個月衝刺？ 

（2）我希望在實習期間累積的實務經驗有哪些？教學、行政、導師哪一種類

是我最需要的？ 

（3）我準備要花多少時間和力氣在實習的工作上？ 

（4）我喜歡現在大四實習這個學校的氛圍和環境嗎？ 

問了自己這些問題後，我決定將實習的主力放在教學與行政的實務經驗上，

因此選擇留在大四實習的學校南門國中，很感謝輔導室和指導老師願意給我很多

機會去主辦活動及教學，並且給予我充分的督導，雖然是選擇了比較重的實習工

作，但也是在為教甄的口試與申論題打下較為扎實的基礎。 

2.好好的玩一場 

千萬記得教師之路是一場一關接著一關的持久戰，尤其大五實習是一件很需

要心力與腦力的工作，既是學生又是老師，非常考驗耐力與決心，因此我在大四

實習結束、大五實習開始前的七月，整整一個月都安排自己喜歡的事情，盡力的

去玩耍，為接下來的一年儲備能量，準備考試期間感到很疲憊很羨慕其他朋友生

活的時候，就可以告訴自己：你已經享受過也玩過了。這樣比較能心甘情願的繼

續走下去。 

（二）教學實習 

1.盡量爭取教學的機會 

剛開始實習時，因為理論知識豐富但實戰經驗不足，很容易對於自己的教學

能力感到懷疑與沮喪，這時候千萬不要氣餒，除了多觀課外，盡量跟指導老師（或

其他老師）要課程來上，通過多上課，教學自然而然的會漸漸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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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上課有不同的做法，如果是一個主題上很多班級的話，可以練習到的是如

何修教案到完美，如果是上很多不同主題但在同一個班級的話，練習到更多的是

班級經營與抓班級的特性。個人最推薦的是我實習時的授課量：每個星期同年級

上三個班，而且盡量能間隔一天或是分別排在同一天的早上和下午，三堂課剛剛

好從生疏到修好一個教案，並且間隔開課程日期讓我有時間去修改教案，這樣帶

一個學期下來，既可以練習到班級經營，也可以練習修改教案，雖然每個星期都

要想新課程會比較累，但是教學手感的熟練會非常顯著，和學生之間的默契也會

讓上課變得很愉快。 

2.多元的上課方式 

如果很幸運的有爭取到較多節數的試教，建議可以嘗試用不同的上課方式，

例如 ppt、純教具、板書輪著上課，大團體討論和小團體討論交替使用，自編教材

和按照課本內容輪流上。 

如此一來，可以多練會幾招，因為每次都有新的教學方式，學生也會被你吸

引而更有動機上課（也是差異化教學的一種方式），未來教甄時考什麼都不用怕，

也能透過試水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教學方法。 

3.彈性的上課態度 

教學不只是要傳授知識，對於輔導課（其實每一種科目都是）更重要的來說

是老師的價值觀和態度，學生可能不記得你教了什麼，但他們會記得你的課程給

予他們的感受，授課之前建議先梳理你自己的價值觀，並且融入你的班級經營規

則中，例如：希望提升合作與溝通的話，請多用小組加分制度，並將合作表現納

入考量；如果重視彼此尊重，則將尊重放到課程約定中，並且以正向鼓勵的方式

提醒學生，學生間互相攻擊的情形就會降低；如果希望學生的同儕間學習與同儕

輔導的話，那就在課堂中多提供小組與大團體討論的機會，以開放和鼓勵的態度

催化學生討論。 

我們用的教學方法傳遞了我們的態度，而態度比知識帶給孩子的影響更深遠，

可以從教學實習開始練習在教學中多一點溫度，這會成為你在教甄和未來教學現

場的個人特色。 

（三）導師實習 

如果你是輔導科，導師實習看似與我們未來的業務無關，實際上你可以藉由

導師實習的機會，多瞭解這個年紀學生的特性與狀態（如果按照制度，106年將開

始把兼輔轉任為專輔或導師，導師其實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如果你是不是輔導

科，是任何一科的教師，都有可能擔任導師，在導師實習期間，更要積極的爭取

機會和觀察學生狀況，並且蒐集你和學生之間發生的小故事，都有助於你的備審

資料與口試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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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實習的內容會依照你導師實習的指導老師而有變動，一開始時，先多看

多聽，瞭解這個導師本來的帶班風格和他願意讓你發揮的底線，再去商量導師實

習的內容，以「尊重導師」和「爭取機會」為原則。例如：爭取改聯絡簿的機會，

雖然每天用心回饋會很疲憊，但能幫助你快速掌握學生狀況和學生建立關係；或

從節慶（聖誕節、教師節、迎新年…）、特殊活動（運動會）著手，例如聖誕節你

可以主辦聖誕交換禮物，平日繁忙的導師會比較樂意讓你主辦，你也有空間自在

發揮。 

（四）行政實習 

大五實習生隸屬於教務處，平常會待在哪個處室則看該校教學組如何安排，

基本上都會支援到全校性活動、教務處事務及所在辦公室的行政，再加上導師實

習和教學實習，其實要做的事情和工作量都不小，因此更要在行政實習時和實習

夥伴合作，彼此 cover減輕壓力。因為你要協行不同處室的活動，其他老師可能不

太清楚你最近在忙什麼？有多少工作量？在一些朋友的經驗中，發現可能會造成

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記得定期向組長回報進度並告知

老師們你最近在協助那些事務，以免有誤會產生。 

如果有機會的話，盡量向你的組長爭取主辦活動的機會，在實習時主辦活動，

有發揮的空間、也有犯錯的空間，趁有老師在一旁協助你的時候練習摸索，在未

來擔任正職時也會上手更快!考口試時和準備備審資料時這些經驗都會成為你的底

氣，這些事情你有沒有參與過，評審其實一聽就知道，當你有真正實作後，這些

經驗都會變成你之所以和其他應考者不一樣的亮點。 

（五）教學競賽 

因為大學期間都沒有參加教學比賽，怕自己的備審資料缺少比賽經驗會吃虧，

因此我在「十二年國教有效教學深耕推廣計畫優良教案甄選比賽」結束前一個星

期，趕出了初賽資料，能在一星期內趕完的原因，除了一直熬夜趕工外，是幸好

在教學時都有拍照與錄影的習慣，也都有掃描學習單與回饋單，在這邊想建議大

家實習時千萬要拍照，如果你沒有人可以幫忙拍照，那就花點時間架設攝影機（跟

設備組借就好了）。各種教學競賽要求的內容都不同，我參加的這個比賽是需要的

內容最多的比賽，因此大家如果有參賽需求的話，記得先看好競賽內容的要求，

在教學時做好準備。 

參加比賽對於教甄有沒有幫助呢？我其實也不清楚答案，但是在準備的過程

中，我藉此機會重新梳理我的教學設計的習慣，確實讓我的設計邏輯更清晰。在

教甄的口試中，我有被評審委員問到教案比賽相關的事情（為什麼想參賽？參賽

中學到什麼？），可見評審對於參賽經驗是有興趣的，但有沒有因此被青睞就不得

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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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檢定 

一、時間安排 

（一）八月──十月 

1.寫以及檢討 104前一年的教檢考古題，藉此稍微了解考試重點 

2.和讀書會夥伴精讀兩本專書《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黃德祥）、《教育心

理學》（張春興） 

（二）十一月──一月：專心實習，偶爾做阿摩的題目 

（三）二月 

1.精讀《陳家揚上中下冊》，搭配《教師檢定通關寶典》（艾育） 

2.做阿摩的循序漸進 

3.每週做 2-3年的教檢考古題，並且每一題都詳細檢討 

（四）三月──教檢（03/06） 

1.重作近五年教檢考古題、全部考古題的錯題 

2.重作阿摩的錯題 

3.練習近五年的教檢申論題（因為時間不夠，只用條列大綱的方式寫） 

二、讀書方法 

因為我很難一心二用，無法邊讀書邊實習，加上我的讀書方法是衝刺型，不

擅長持久戰，因此在考前一個月開始念對我來說雖然時間緊迫，卻會因為緊迫而

比較願意念書（念書中間也要穿插喜歡的事情才能夠比較快樂，像我就是好好過

年、運動跟看劇）。 

我的方法是先細讀一遍所有科目，因為教育專業科目對我來說幾乎完全陌生，

再開始寫考古題，邊檢討考古題邊把寫錯的主題再讀一次，這樣等於是第二次讀

所有科目，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或毫無頭緒的話，建議從考古題下手，練習抓教

檢的重點，會更有手感。近兩年的教檢題目開始比較活、比較彈性，不是考死記

硬背的內容，這樣很有利的是讀書時就不需要全部背下來，可以搭配題目更容易

融會貫通。 

肆、教師甄試 

教甄非常慶幸有讀書會夥伴，才讓我在想要放棄時繼續堅持、想要偷懶時愧

疚、在快要變成考試機器時還有人記得你原本的樣子，因此我強烈建議教甄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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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夥伴一起準備，不論是收集資料、練習諮商或試教，都有人和你互相支持、

分工蒐集資料、分享不同的觀點，一定會比靠自己的力量更有效率，而且彼此情

緒的照顧也能讓大家在這條辛苦的路上走得更遠。（尋找讀書會夥伴的考量點中，

能力是最其次的，最重要的是願意：你們是否願意接住彼此的情緒、是否願意無

私分享、是否願意一起把教甄這條路走到最後） 

除了讀書會夥伴是最大助力之外，更要感謝在複試前幫我們密集練習、給予

建議和鼓勵的學長姐和師長，如果沒有他們，我大概會像無頭蒼蠅毫無方向又心

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害怕做得不好而不找資源幫忙，學長姐和師長都是我們的

貴人，寧可在練習時先找到失誤並修正，考試時就會多一分底氣和把握。 

至於教甄的考試內容，依據每一年開缺的縣市都不同，進行不同科目與題目

類型的準備，所以先蒐集前幾年各縣市的考試資訊，再來訂定你的準備計畫，以

下是我的準備方式： 

一、選擇題 

（一）教育科目選擇題 

因為沒有時間重新讀過一遍，所以都是用教師檢定時的底子，加上寫前五年

的考古題並詳細訂正。 

（二）專業科目選擇題 

約四月中開始讀諮商理論，反覆讀兩遍並做自己的筆記，加上寫前五年的考

古題並詳細訂正，製作錯題筆記本。 

二、申論題 

（一）議題準備 

讀書會每週討論一個學校輔導工作的議題（如：性平、霸凌、自殺自傷等），

輪流整理議題內容（議題的背景與成因、相關法規、相關工作計畫、通報處理流

程、輔導方法等） 

（二）練習方式 

1.每週議題討論時練習一題相關考古題，在讀書會時實際計時練筆，和夥伴交

換看與檢討，回家再計時寫一次修正後的答案。 

2.申論題的架構最為重要，可參考學長姐的申論題架構，練習將架構寫完整後

再來要求內容的充實，每一個小標題後有二到三句簡潔的說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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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試 

（一）自我介紹 

突顯特質與優勢，將希望評審深入詢問的問題稍微提到，引起評審的好奇心，

讓他繼續提問也讓你有機會表現。當自我介紹打動或吸引評審時，接下來的口試

評審就會比較聚焦在你的本身，而比較不會問太多固定的問題或難題。 

（二）口試答題 

架構與列點最為重要，先說出你的核心概念，再列點做說明，盡量具體且可

以實際執行（最好說出你的相關經驗），最後用一個簡潔有力的總結來結尾，這樣

會讓評審瞭解你面對及處理問題的架構，進而相信你有能力面對突發狀況。 

四、諮商 

（一）先針對不同議題做練習，讀書會中一人擔任諮商員、一人擔任個案，

其他人擔任觀察員，每次練習完都讓這三個角色交換想法並討論可行

的輔導方向。 

（二）熟習議題後，可以開始加入不同的個案狀況（如：抗拒、沉默、討好

等），較熟練後再開始練空椅法，空椅法其實考驗的是你對這類型個案

的瞭解程度，所以先練習真人個案再練空椅會幫助你更能掌握個案狀

況與提升對個案的敏銳度。 

五、備審資料（我只有做簡歷與三折頁） 

（一）由繁入簡 

從平時的實習心得及大四教學實習資料夾累積資料，再慢慢篩選與找到屬於

你最重要的資訊，放在備審資料與三折頁中。 

（二）獨一無二的特點 

備審資料不是為了呈現你有多優秀或做了多少事情，而是要呈現你與其他教

師不同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與教學風格，找到屬於你的特色與特

質，呈現在備審資料的內容與美編上，會幫助評審記住你的獨特、在短短幾分鐘

內看到你無可取代的地方。 


